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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教学改革的背景下，以课程为载体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本文以混

合式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载体，通过课程思政的意义和目标、实施“课程思政”的可行性分析、

教学实施的具体方法及思政元素的挖掘，阐述了本课程改革的特色与创新，同时指出“课程思政”需要

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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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courses as the carri-
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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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ing the hybrid course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
thematical Statistics as the carrier, through the significance and objectives of the curriculum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the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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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1]。2004 年以来，中央先后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上海也由此开启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德育)
课程改革的探索之路。上海课程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重心由中小学德育课程建设转变为注重大中

小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在此进程中，构建全员、全课程育人格局的理念也越来越清晰。第一阶段自 2005
年起，启动实施“两纲教育”，推进以“学科德育”为核心理念的课程改革。在总结过去 10 余年上海德

育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最重要的经验是要提升德育实效性，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核心内

容整体，科学、有序地融合进各学段、各学科。第二阶段自 2010 年起，思政课程要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

革试点项目“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课程”，聚焦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第三阶段自 2014 年起，

将德育纳入教育综合改革重要项目，逐步探索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整个教育体系，全面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在这个阶段探索中，上海逐步形成

“课程思政”理念，推出了《大国方略》等一批“中国系列”课程，选取部分高校进行试点，发掘专业

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课程思政”中的“课程”涉及高校整个课程体系。这里面既包括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专业所

必须的专业课程，也包括各类面向广大大学生的综合类、通识类课程。这些课程之间既有育人方向的一

致性，也存在内容专业目标、实施方式的差异性。高校课程体系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具

有鲜明的价值性、政策性、政治性等特征。在育人过程中，“课程思政”既要发挥各类课程之间的价值

一致性，尊重各门课程在育人过程中的课程定位的趋同性。与此同时，相互之间也需要尊重各门课程的

差异性，注重各自不同课程在育人当中的内容互补、功能协同、价值系统的作用[2] [3]。 
课程体系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以课程为载体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各级各部门需要高度重视，协同配合，有效参与，推进“课程思政”工作，

并以健全、贯通的制度化建设加以保障。本文以混合式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载体，通过课程思

政的意义和目标、实施“课程思政”的可行性分析、教学实施的具体方法及思政元素的挖掘，阐述了本

课程改革的特色与创新，同时指出“课程思政”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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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意义和目标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融汇于课程教学中，使课程教学

参与到学校育人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完整的课程育人体系，从而提升立德树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课程思政”引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让学科内容更具深度。

与传统把思政课作为育人主渠道的观念不同，“课程思政”是将所有课堂作为育人主渠道，旨在将思想

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和改革，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效结合，实现立德树人的润物

无声，进而实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的根本任务。这也是新时代背景下稳步推进思想政治

教育改革以形成大思政育人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整个非数学专业的理科及工科的课程体系中处于基础、核心和关键地位。

大学阶段乃至研究生阶段的很多后续课程，都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延伸、深化和应用[4]。将课程思政

引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活动的目标旨在： 
1)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掌握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

本知识以及基本方法和运算技能；熟悉数据统计、数据分析、数据推断的各种基本方法，并能熟练地

用所掌握的具体方法解决社会经济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为学习后继课程，从事工程技术、科学研究以

及开拓新技术领域，打下必要的数学基础；培养学生进行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能力，综合

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以达到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 
2) 教师利用自身的哲学素养创造性地处理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中所蕴涵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进行有效挖掘，自然地渗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使学生从中领会到知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以及真

理无限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限等基本道理，领悟数学本质；同时对本课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未

来发展蓝图中的实际应用中有了创新的意识，同时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学习兴趣；坚持教学研究和教

学改革，培养一支师德高尚、业务能力强、结构合理、稳定、富有朝气的主讲教师队伍。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实施“课程思政”的可行性分析 

3.1. 师资保证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量大、面广的公共基础数学课程之一。由于其课程

本身的普遍性、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和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因此需要主讲教师具有足够的本领域知识和相

应的科学研究积累。这门课程也成为理、工、农、经等各专业普遍设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目前在学校

的大力支持和课程组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等各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课程体系[5] [6]。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科研一线教师 30 人，高级职称占比 43.3%，多人获上海市五四青

年奖章、校师德标兵、校“忠诠–尔纯思想政治教育奖”的奖项，在国家级和华东地区教学比赛中多人

次获奖。现教学团队人员均有主持和参加各类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经历，有着较为丰富的教学和科研经

验。且教学梯队整齐，结构合理。教师团队为中青年骨干教师，辅导老师与学生比例达到 1:40，保证了

教师的有效指导和师生的密切交流互动。良好的专业师资的配备能在教书育人过程中会起到良好的示范

作用，使德育贯穿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从而保证课程思政顺利有效地实施和开展。 

3.2. 课程设置保障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面向全校非数学专业理科和工科各专业，是大学二/三年级第 1(或 2)学期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52


汪娜 
 

 

DOI: 10.12677/ae.2021.115252 1638 教育进展 
 

的必修课，也是一门实际应用性很强的数学课程[7]。目前，学校针对各专业需求将课程分为 48 学时和

32 学时。本课程建立的资源库包括教学视频、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案、教学课件、试题库、参考资

料等，且本课程线上超星教学平台(课程观看 24 万余人次)运行正常收效良好。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概率论的基本概念、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数字特征、大数定律与中心极

限定理、统计量及其概率分布、参数估计等内容。前 4 章是概率知识。概率论是从数量上研究随机现

象的统计规律，也是本课程的理论基础，因此计划安排 32 学时。教学内容里覆盖了概率论的基本概

念、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数字特征、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等主要的概率论基础理论知识。第

五、六、七章是统计学初步。数理统计的任务是研究处理随机性数据，建立有效的统计方法，进行统

计推断，计划安排 16 学时。教学内容覆盖统计量及其概率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重要的统计

学初步知识。本课程的教学重点是使学生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掌握概率论和数理统

计的基本概念，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为今后学习后继课程打下

必要的基础。 
通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学习，教师在培养学生对概率统计领域的了解、激发学生对于概率统

计相关的行业的喜爱和兴趣、引导学生准确认识到专业知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经

济乃至国家经济、以及对各种自然灾害的预测均有概率统计的应用，可以在已有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通

过分析规律预测未来经济发展情况。所有概率统计知识的获得，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对所学专

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促使学生热爱本专业、献身国家经济生产建设事业，这就是课程思政改革的意义

所在。 

4. 教学实施的具体方法 

本课程将原本的课内教学方式变为“课堂教学与线上教学”相结合的双向教学模式，将“课程思政”

和“日常教学”有机结合。具体实施如下： 

4.1. 线上教学设计 

4.1.1. 线上教学资料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通过建设概率统计课程网页，链接相关知识和参考资料，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了解最新发展动态。通过课程超星教学平台、web、E-mail 等，把教师的讲授从课堂拓展延伸到课外。首

先利用本课程已建设的超星教学平台，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资源库的现有资料开放于该平台，供学

生学习；其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视频资料由项目组老师共同商讨并确定，并将录制好的视频

资源上传到学习平台，供学生学习和回顾；再次，引入国内或国外相关视频的优秀公开课资料。 

4.1.2. 在线教学活动 
教师首先根据教学计划来设计教学活动和教学资源。教学资源的形式包括：教学视频、微课程、

微信、教学 PPT。在线答疑除了教学平台开展外，同时可通过腾讯会议、微信、email 等即时通信工具

来完成。 
学生可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的视频等资料进行自主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和作业。遇到问题，通过

与老师或同学在线交流进行解决，或等待课后由老师帮助解决。 

4.1.3. 课外学习分配 
学生通过线上学习平台回顾课内的理论知识点，解决具体问题的步骤和细节；加强师生间交流，教

师通过网络及时地给学生进行问题的解答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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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课堂教学设计 

4.2.1.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中，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 PPT + 板书的形式创建问题背景，给出严谨的数学计算

过程，激发学生探讨和提出问题。同时开展基本理论讲授，在讲授过程中结合具体实例分析，激发学生

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课内讨论主要包括知识点解惑和解题的思路方法，即，逻辑思维方法形成的过程，

以及重点和普遍出现的问题的讲解。 
学生的课堂环节主要是进行知识的内化。通过教师的课堂教学，学生理解并掌握主要知识点(包括概

念、公式、定理等)、运用公式和定理进行实例的计算。完成相关随堂测试以示检验学习效果。学生也可

就某个知识点进行讨论，深化学习。 

4.2.2. 课内学习分配 
课内主要讲述基本理论知识(包括概念的识别、公式推导、定理运用等)，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以

及常出现错误的具体问题解答。 
由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概念多、公式多、定理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混淆、模糊从而

常常错用公式或定理，因此教学中应精选例题帮助学生加以区分公式与定理。例如，全概率公式和贝

叶斯公式是第一章的重点和难点，它们都反映了“因果”的概率规律，然而区别在于：全概率公式做

出的是“由因朔果”的推断，而贝叶斯公式则反之于“由果朔因”。通过精选例题，让学生从问题出

发，体会“由因朔果”和“由果朔因”，思考如何正确地使用两个公式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概率问题。

同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应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使我们的课堂教学图文并茂，声像具备，且

生动直观。 

5. 教学中思政元素挖掘 

5.1. 理论应用实际的思政元素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在授课时注重案例的引入，既可以理论联系实

际，又能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思想，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应用条件概

率、全概率公式和逆概率定理处理复杂事件的概率问题；在风险投资中，利用中心极限定理规避风险并

获得最大收益；利用事件和、差、交的运算设计电路问题；用数学期望和方差，评估投资和收益的风险

程度；利用伯努利大数定律，解释买 100 张彩票的概率并不是买 10 张彩票概率的 10 倍，他们是相互独

立的；那么小概率事件一定不会发生吗？由概率学知识可知，大量重复地进行小概率事件，那么小概率

事件必然发生。又比如，第三门问题(Monty Hall Problem)亦称为蒙提霍尔问题或蒙提霍尔悖论，出自于

美国电视游戏节目 Let’s Make a Deal. (参赛者会看见三扇关闭的门，其中一扇门的后面有一辆车，另外两

扇门后面各藏有一只山羊。当参赛者选定一扇门，但未开启它的时候，主持人开启剩下两扇门的其中一

扇，露出其中一只山羊。主持人其后会问参赛者要不要换另一扇仍然关上的门。)问题是：换另一扇门是

否会增加参赛者赢得汽车的概率？事实上，在改变主意的情况下，只有三种情况：1) 参赛者挑选羊 A，

主持人选羊 B。参赛者改变主意之后，将赢得汽车；2) 参赛者挑选羊 B，主持人选羊 A。参赛者改变主

意之后，将赢得汽车；3) 参赛者挑选汽车，主持人选羊 A 或羊 B。参赛者改变主意之后，将失去赢得汽

车。由此可见，参赛者赢得汽车的概率是 2/3。在这个问题中，主持人知道每扇门后面有什么，而主持人

打开的门后面总是羊。这个结果说明，要以事实和数据为判断依据，不要凭主观臆断，否则会被引入判

断的歧途。因此学好概率统计是有着实际应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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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诚实守信的思政元素 

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中有许多可以体现诚实

守信的思政元素，假设检验就是思政元素的其中之一。例如，食品罐头的细菌含量按规定标准必须小

于等于 62.0，现从一批罐头中抽取 9 个，检验其细菌含量，经计算得样本均值为 62.5，样本标准差为

0.3。问这批罐头的质量是否完全符合标准(α = 0.05)？由题意，我们先建立假设：H0：μ = 62.0，H1：μ > 
62.0。再选取合适的统计量 ( )0T n X Sµ= − ，对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α = 0.05，查 t 分布表得

( ) ( )0.051 8 1.8595t n tα − = = ，由题意计算统计量观察值 

( ) ( )0 9 62.5 62.0 0.3 5t n X Sµ= − = − =  

由于 ( )5 1 1.8595t t nα= > − = 所以拒绝原假设 H0，而接受 H1，即认为这批罐头细菌含量大于 62.0，
质量不符合标准。通过这个例子可见，即使厂家称产品合格，但是利用概率统计知识可以判断该产品不

合格，说明厂家欺骗消费者销售不合格的产品。这个案例揭示了不仅厂家的产品质量堪忧，其信誉也不

能令人信服。除此之外，还有电商销售的产品不合格追踪溯源问题，不合格商品问题各部件外包商问题

等，都可以由概率统计知识分析到源头厂家的诚信问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还有很多其他案例可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起到育才与育人一举两得

的效果。从实际案例应用中，指出做人做事要讲诚信、讲道德、讲素养，只有树立起诚实守信的道德品

质，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才能立足于社会。 

5.3. 相互联系和共同发展的思政元素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随机变量的概念，与高等数学中函数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二者本质上

都是实值函数，这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但随机变量的取值具有概率性和不确定性，这与函数取值的确定性不

同。这正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概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数学期望”和

“方差”，内容安排首先是一维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和方差，接着是二维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和方差，再到

协方差。这些都是围绕一维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和计算并展开的，教师可以提炼出它们之间共性、联系以及

发展性，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同时，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通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性思维的重要性。 
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揭示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和不断发展变化发展的同时，

提醒学生上好每一节课，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才有美好可期的未来。换言之，在找到知识的联系与发

展之后，教师将其与学生个人发展、社会发展相结合。将“相互联系和共同发展”的理念根植于学生的

学习习惯和未来发展，有助于培养他们积极向上、协同合作、共同发展的精神品质。 

6. “课程思政”改革的特色与创新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学习讨论，汲取过去的经验，通过研究国内外数学教育教学的改革动态，为

适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发展需要，课题组对本课程进行的改革和创新。即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和手段，

都应突出这门课的两大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提出“融入数学史、全面概率知识、

加强统计知识、引入实例”的教学方法，真正使学生的数学实践能力(数学知识、数学建模、数值计算、

数据处理)得到更好的培养和提高。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结合理工类专业特点和国家经济发展，线上资源和线下教学增加应用实例。

由于本课程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生活中概率统计的实例丰富。例如假设检验应用于产品质量检测、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评价粮食产量水平、区间估计反映居民对某商品的平均需求等等。学生通过解答此类

应用综合题，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有助于知识的内化和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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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教师在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找准课程思政的嵌入点和融合点，密切联系生活，引用一些来源于

学生生活中的案例或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在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过程理解思政元素

的内涵。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把思想教育和传授知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提

升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最后，“课程思政”改革的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个性化教学。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可以通

过线上教学活动增进师生互动，拓展学生自学能力。线上稍难的题型可作讨论题部分，供学生自由选择

做题，该类题型会定期讲解，以有效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合掌握程度，增强学习兴趣；教师和学生之间

通过腾讯会议、电子邮件、微信等即时聊天软件保持充分联系，完成线上答疑、额外辅导及个别学生的

督导等课堂外的教学任务。同时，个性化教学也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7. “课程思政”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经过几轮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改革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8]，但

仍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1) 随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已然发生变化。提

高概率统计教学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作，要求高校教师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改进教

学方法； 
2) 由于这门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以往学习的确定性数学，对于第一次接触这门课程的学

生，理解起来会很困难，更不用说要利用它去进行统计数据的采集、整理、处理、分析等。如何整合优

质教学资源，并结合思政课程，提供一流的教学效果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未来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改进《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教学。 
首先，增加平台资源建设，更新资源库，引入国家金课、精品课程、慕课等一流视频资料。开放学

习平台，结合混合式教学，采用 MOOC + SPOC 的多方位立体的教学方式；其次，改进教学方法。结合

项目申请和思政课程特点，在课程教学中，针对本校的特点和专业定位，我们着力于启发性、诱导式教

学，增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性，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注重渗透数学思想，科学方法，

体现创新精神，力求全面提高学生数学修养；再次，结合项目申请和理工科专业特点，教学重点使学生

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理

论在应用实例中的运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爱国情怀。 

8. 结束语 

“课程思政”将大学教育回归于育人的本质。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课程思

政”既要发挥各类课程之间的价值一致性，尊重各门课程在育人过程中的课程定位的趋同性。教师在传

授知识的同时，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融汇于课程教学中，使课程教学参与到学校育人的过程中，形成一

个完整的课程育人体系，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大学教师不忘初心，教行合

一。教师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基本功、专研教育教学方法之外，还应具有优良的道德品格。在教学中，

将专业知识、能力培养和思想引导相结合，最终实现教书育人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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